
5
教师风采展示
张羽乔：于平凡中开出热烈之花
□王晶晶
张羽乔：幼儿园高级教师，现任教于长丰县直属机关幼儿园。2019年10月，被合肥市教育局
授予“德育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同年12月被合肥市人民政府授予“优秀教师”称号。2021
年当选中共长丰县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2022年11月被评为“合肥市第五批中小学幼儿园
骨干教师”，同年12月被评为“长丰县幼教学科带头人”。

以青春之芳华 行育人之大业
一位优秀的幼儿园教师，不仅要有无私的奉献精神，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教育教
学能力。
在教学中张羽乔始终秉承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带头推动幼儿素质教育全面发展。长丰县直
属机关幼儿园的办园特色是民间游戏，张羽乔加入了省级课题研究的行列，广泛收集民间游
戏，结集成册，并渗透到幼儿一日活动中去，孩子们在游戏中增强了体质、磨炼了意志、学
会了合作，体验到了成功的快乐。孩子们在接受传统文化浸润的同时，强健体魄，启心智之
门，雅情趣之源，扬求知之帆。
张羽乔所带的班级有不少双职工家庭的孩子家长，常常很晚才来接孩子。有天放学，全园只
剩下张羽乔班里的一个小朋友了，而此时，张羽乔自己的孩子正在医院发着高烧，等孩子被
接走了，张羽乔赶到医院时，看着自己孩子无助的眼神、委屈地抽泣，张羽乔充满了愧疚和
歉意！但只要遇到班级里孩子有事，张羽乔依然会放下手里的一切，向班里的孩子迎面而
去。
班上有位自闭症倾向的孩子，有强烈的攻击性行为，从不参与集体活动，张羽乔就经常和孩
子家长交流谈心。最终，家长采纳了张羽乔的建议，带孩子上行为矫正及心理辅导课。后来
孩子进步很大，家长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孩子们感受着老师的爱，同时也将这份爱延伸、传递，在张羽乔的号召和带动下，班里的老
师、孩子多次为灾区、重病教师及留守未成年人捐款、捐物，受到家长、社会的赞扬与好
评。
家园共建  和谐教育
孩子来自家庭又终将回归家庭，张羽乔始终认为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教育合作伙伴。老师应
该本着尊重、合作的原则，以真诚的态度，灵活的沟通技巧，采取正式和非正式的、定期的
和随机的多种沟通方式，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与，使家园协作更密切。这样教育
环境才会更和谐，孩子的成长才会更健康！
张羽乔所带的班级在园里是首个开通家园联系QQ群的班级。在群里，家长与老师可以随时交
流，弥补了接送时受时间限制的缺陷。张羽乔还上传了大量幼儿在园活动的照片，让家长有
机会看到孩子们在幼儿园的常态活动。她还经常以家长会、开放半日活动、上门家访等形式
与家长搭起共教共育的心灵之桥。
提升自我  示范引领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培养优秀人才，必须有优秀教师，而幼儿教育又是一项复杂的专业技
能。教学之余，张羽乔经常带领年轻教师们参加外出培训、业务学习，以先进的理念武装头
脑，以专业的理论指导行动。张羽乔引导教师们从道德修养、岗位职责、行为规范、业务技
能等方面全方位提升自己，让自己成为称职的专业人才，从而在工作中游刃有余。
她对标“四有”好老师，时刻不忘一名共产党员该有的先锋模范作用，定期开展全体教职工
师德师风的动员与学习活动，积极组织且亲自参与教师集体备课、业务学习、教研会议、课
题研究、双周论坛等活动，并多次担任双周论坛主讲，把外出学习的先进理念和自己的心得
体会、教育经验与同仁分享，在多次担任国培项目学习坊“坊主”期间，她利用业余时间严
格对照作业标准，按时批改学员作业，多次电话联系部分学员老师，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和帮
助。此外，她还带领全体教师按时开展园本培训，积极参加国培项目的学习，做到全覆盖、
无遗漏。
近年来，不少年轻教师考入县直幼儿园团队，为这所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园注入了新鲜的血
液，焕发出勃勃生机。但年轻教师由于经验不足，空有热情，在组织教育教学、幼儿参赛等
方面明显不占优势，张羽乔放弃休息时间，对年轻教师手把手示范，耐心细致辅导，帮助年
轻教师们取得了县、市级的不同奖项和荣誉。她带领团队不辞辛苦、加班加点，最终成功创
建了“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合肥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示范学校”“省级语言文字示范
校”“合肥市优秀教研组”等项目。
2021年，张羽乔被评为“长丰县优秀教育工作人才”并当选中共长丰县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
表。之后她依然不忘初心，始终如一，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一直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在组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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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参加课堂评比、开展讲座、上示范课、发表论文、辅导幼儿参赛、帮扶年轻教师专
业成长等各项活动中多次获得省、市、县不同领域的各级奖项。张羽乔时刻不忘以一名党员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吃苦在前，不计回报。
未来张羽乔将不断学习，以“爱满天下”的精神，于平凡中开出热烈的生命之花，去爱每一
个孩子，以爱的阳光温暖他们，以爱的雨露滋润他们！

提升专业素养 丰盈教育生命
□合肥市青年路小学  杜  娟
对老师来说，素养是教育的底蕴，人格是教育的魅力，教师强烈的专业觉醒和内驱力让自己
从“教书匠”成长为“名师”，直至走向“人师”。每位老师都有自己的职业理想和追求，
我的职业理想就是“愿在草而为蓍，愿在鸟而为鸥，愿在兽而为廌，愿在虫而为蝶”。希望
每个孩子都能鸥鹭忘机，简单快乐，都将有破茧成蝶的一天。
做自觉的学习者
我努力地做自觉的学习者，不断地加深对教育的理解、对孩子的理解，提升自身教育境界，
给学生及其家长一种示范，一种人格影响，让学生及其家长也成为自觉的学习者。想要学生
自觉读书，老师要做好示范，阅读是一种美好的遇见。学校以“阅、悦、跃”为年度发展
词：“阅”——读书香，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悦”——读快乐，让“悦读”成为一
种态度；“跃”——读厚重，让“跃读”成为一种坚持。在打造书香校园、书香班级的良好
氛围下，我和孩子们如饥似渴地读着经典，相互交流分享阅读收获。
读史书使人明智，读诗书使人灵秀，中华经典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我引导孩子们从
小诵读经典，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陶冶情操。当我们
漫步校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诵读声不
绝于耳，经典的诗文在孩童小小的心灵扎根，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感也在萌发、生长。
学校每天安排的晨诵、午读课都是开展经典诵读最好的契机，为学生们诵读和积累留有充分
的时间，从低年级的《三字经》《百家姓》《小学生必背古诗词》，中年级的《小古文100
课》《千字文》《笠翁对韵》，到高年级的《论语》《颜氏家训》《增广贤文》等，师生共
同背诵积累。想象一下，你从这样的班级门前走过，听着悦耳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美文，一
定会被吸引驻足。经典是人类文明的积淀，是文化的精粹，诵读着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积
累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诵读经典，品悟中华文化，传承民族精神，造就具有中华气韵的中国人，是我们每一位老师
的神圣使命。
做耐心的倾听者
一群懵懂的孩童带着新奇走进校园，我拉着他们稚嫩的小手，走过校园的角角落落。我们一
起聆听校园的铃声，看大哥哥大姐姐上体育课迈出“1、2、1”整齐的步伐，带着他们读“
天地人、你我他”，午间读一个个故事给他们听，陪伴他们经历一天中在校的每一个时间
段，消除他们离开父母和熟悉的幼儿园后的惶恐。
“人从心上育，水往根上浇。”开学一周后，我教家长用语音转文字的方式记录下孩子对新
学校、新班级、新同学的感受，整理成电子文集“童言童语”并在班级群中发表。有同学
说：“感觉上课很有意思，语文老师知识多，数学老师很聪明，我很感谢老师让我认识了一
个民族，土家族。”另一位同学说：“开学这一周我最开心的事是交了一个新朋友，每天老
师都给我们讲不一样的故事，我每天都可以听到不同的故事。我很喜欢现在的学校和同学。
”……童稚的话语传递的是孩子们对学校、对老师、对同学的喜爱，同时也感受到他们对知
识的渴求和对新事物的好奇。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教育的本质是唤醒和启迪，学生不是简简单单
教出来的，更是影响出来的。
做有温度的欣赏者
为工作注入温度，注入匠心精神，我们才能更好地爱岗敬业、精益求精，体现自身价值，对
生命充满着敬畏，保持一份纯粹透彻的初心。
老师要用一颗工匠之心去影响学生。晨诵时我和孩子们手捧唐诗宋词，惊叹于李白想象的浪
漫瑰丽、奇特大胆，杜甫的沉郁顿挫、忧国忧民；读着小古文，钦佩于司马光砸缸救同伴的
机智，囊萤映雪的好学，两小儿辩日孔子实事求是的谦虚态度；《三字经》中的“首孝悌，
次见闻”让学生明白了把道德放在首位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笠翁对韵》琅琅上口、声
韵协调又包罗万象……
有温度的老师把爱学生的情感变成“看得见”的态度和技巧，让孩子们感受到理解、关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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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一次外出学习期间，我给班级中每个孩子带回一块镇纸，几十块“石头”累积在一起
真的不是一般的重量，可我愿意把它们搬回来送给孩子们，只因镇纸上刻着的一行字：读书
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我希望孩子耳濡目染内化成行为。
我常会像变魔术一样，给他们准备意想不到的惊喜。教室的讲台上放着个布袋子，每位学生
需上台讲一个优点或最近为集体做的一件好事，再从袋子里摸出 “惊喜”——不同形状的
鸟类的明信片。小A、小B搜肠刮肚的小举动可爱极了，一个怯怯地走上讲台说：“我认真做
操了！”说完就低着头，用小眼神偷偷瞄同学们的反应。“很好！”另一位腼腆地说：“我
按时到校。”“没迟到，不错！”就这样，所有的孩子一个不落地全上台，有时教育的契机
就在不经意间发生。
做文化的播种者
弘道追求是为师者的责任，也是为师者的人文底蕴。小小的教室连接的是大大的世界，书本
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息息相通。
假期孩子们和家长外出旅游，在班级分享时说到秋浦，我灵机一动，正好和制作“中华经典
诵读”课程相契合，那段时间我们一起收集、整理资料，绘制贵池秋浦旅行图，录制《秋浦
组诗》诵读、微课讲解视频。有了展示分享的机会，同学们学习的劲头特别足。一组17首诗
的细致解读，同学们对李白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也对安徽的山山水水投入更深的情感。
在“秋浦组诗”的学习中，同学们扣“愁”入诗，查阅资料了解“秋浦”，再结合境遇悟“
愁”。学生从李白“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故事讲起，到“五岁通六甲，十岁观百
家”的评论，再到写这组诗的背景介绍，接着悟“化无形为有形”的精妙写法。中国是诗的
国度，诗人不计其数，诗篇浩如烟海，当然写愁的不止是李白一个人，同学们又收集诸多写
“愁”的经典诗文进行比较学习。最后进行迁移学习，李白用“白发”“秋霜”描绘出内心
的无奈和愁苦，读他的诗，我们惊叹于他豪迈的气魄和雄健的笔力，看似寻常的景物，在诗
人的笔下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在平时的练笔当中，我们也要有这份敏感，要眼中有物，心中
有物。
一条河，一个文化符号；一位诗人，一组动人的诗篇，秋浦河已成为流淌着的诗歌的河。孩
子们在经典诵读中修养德行，获得展示自我才能的机会，它像丝丝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地滋
润着大家的心灵，使之形成良好的行为和优秀的道德品质。
教书之历练在于简简单单，舍得将时间、精力毫无保留地给班级中的每一位学生，给每一节
课程。用扎实的专业知识，成熟的教育教学理念，在教学中进行智慧的开启和人格的润泽。
师生诵读经典，做有根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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